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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美學是文化沉澱的結晶，歷史則是文化的來源，在了解東南亞設計美

學之前，應先爬梳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的輪廓，其歷史發展脈絡大致如下：

滇南、泰北、越南三地為史前時代東南亞藝術與宗教擴散的核心，其後，

越南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柬埔寨地區與蘇門達臘地區則經歷了短暫的印

度殖民。到了第三階段，除菲律賓以外，東南亞廣泛受到印度文化影響，

越南持續輸入中國文化，其餘地區則受中國東南民族南遷與半佛教半印度

化的文化輸入，混血新文化於焉出現。此後，佛教的影響力逐漸強大，回

教文化也傳入當地，隨著地理大發現的到來，各地區開始受歐洲文化和基

督教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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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東南亞文化的多元性，在此就不難想像其設計為何百花齊

放，各自爭鳴，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泰國的文創設計產業，過去「泰國

製造」、「泰國設計」等同於低廉、劣質和抄襲，然而，今日的泰國設計

不可同日而語，時裝、傢俱、珠寶和建築等領域的設計師紛紛登上國際舞

台，《TIME》雜誌更以「風格之境」(Land of Styles) 來形容泰國設計的魅

力。泰國設計之所以頭角崢嶸，大致可以歸因於政府注重人才的培育，並

支持策展推廣；其次，藉由軟硬體的建設與補助，緊密凝聚產業鏈，也是

其成功的因素。圖為建築設計公司 Anonym 為泰國 Green26 電視公司打

造的新辦公室，工作區寬敞簡約，深綠牆面長桌與白色椅子形成鮮明的對

比，整個辦公室使用了大量的綠色，似乎在應和著公司的名字，更代表著

Anonym 把自然的元素蘊藏在室內設計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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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考之必要 專訪義大利設計師 SARA FERRARI

MEANINGS HIDDEN BEHIND DESIGN

TEXT = Hui-chun Hsieh     PHOTOS = Sara Ferrari Design

「物件的思想性應該高於表面的美感。」

─ Sara Ferrari

義大利設計師Sara Ferrari熱愛旅行和跨文化研究，更

喜愛思索物件背後的意義，她解釋到身為一個設計

師，應該探究物件的靈魂，而不只是專注於表象的

美感形式，她在意物品所隱含的意義，甚至物品隨

時間遞嬗，意義也會跟著改變，唯有清楚知道物品

的本質和意義，設計才可能產生具體的形狀往下一

步邁進。所以Sara認為自己的設計不具有高度的視覺

辨識性，消費者往往要從物品所傳達的意涵，才能

指認出她的作品。

重視精神性大於物質性的特點，似乎可以從設計師

的人生閱歷和教育養成背景中理解，Sara談到旅居

異國多年，確實對她帶來深遠的影響，她在倫敦待

了四年之久，也在此展開設計師的職業生涯，後來

又在荷蘭待了兩年。遠離家鄉，走出舒適圈，幫助

她重新審視自己在意的事情，對於人生孰輕孰重也

有了更明確的想法。在文化差異的衝擊下，Sara也

開始對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產生疑問，她說適

度的距離，幫助她更客觀觀察事情，以致於有更好

的理解和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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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ara Ferrari 長年旅居異國，設計作品深受多元文化的影響。

02 Mia 火爐背後的設計理念是希望人們可以看見火的美麗與溫暖。

03 Tea Table 不僅是一張桌子，底下玻璃的部分更可以成為收納的空間。

04 Alla Goccia 杯子上下顛倒的設計，相當具有特殊性。

05 Mesh 以銅為材質，因為銅的可塑性高，使用者可以彎摺出自己想要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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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談及品味這個議題，Sara直言自

己對於物件的擺設相當挑剔，也很在意

設計帶給人們的情感體驗，她認為一般

大眾對於環境美感不夠敏銳，甚至精神

層次也欠缺對於美的追求，Sara鼓勵大

家主動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東西，而不是

被動地接受外在環境的給予。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Sara的"Design and 

Emotion"研究計畫，她花了6個月的時

間與設計研究者Steven Fokkinga一起

合作執行，這個計劃的想法：利用負

面情緒去創造出豐富的產品體驗，最

後的成果他們稱之為"Darker Shades of 

Joy"，這一系列有三個產品，分別是

Mr. Piggy、Dot、Alla Goccia，三者最

大的特點是：他們是情緒經驗的載體，

而不僅僅是滿足人類物質慾望的產品而

已。Sara特別喜愛Mr. Piggy，這是一個

石膏做成的撲滿，它除了提醒人們養成

儲蓄的習慣之外，當錢存滿剖開之後，

一片一片的石膏塊可以變身成類似粉筆

的東西，在黑板或是任何平面上寫下隻

字片語，而且石膏塊在書寫的過程中一

點一滴的消失，整個過程充滿詩意，無

怪乎會為重視精神性的設計師所愛。


